
200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始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一批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毅然投入到这个新兴领域。他们

的工作是，握着那些迷途青少年的手，引领他们走出困境。

如今，上海全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增至700人

左右。20年来，这些社工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专业性如

何体现？他们如何打开青少年的心扉？

从“推销员”变成“培育者”

2003年法学专业毕业后，年
轻的张曼曼怀着一腔对社工行

业的热情进入上海市阳光社区

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一名青少

年事务社会工作者。

当时，16-25 周岁未进一步
就学就业的青少年是全市违法

涉罪的高发群体之一，而这些青

少年正是张曼曼服务的对象。她

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扫楼”，挨

家挨户排摸青少年情况。“当时

老百姓不清楚社工是干什么的，

有人以为我是志愿者，有人以为

我是推销员。”张曼曼告诉记者，

2003年，排摸服务对象是一件困
难重重的事情。

后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

业助人的职业开始逐渐被社会

公众所熟悉、接纳。张曼曼也从

一名一线社工晋升为了站长助

理，如今她已是全市青少年社会

工作枢纽平台机构的负责人。

“当年入职时，我缺少实操能力，

也没有人能在实践方面给予我

专业建议与督导，很多事情都需

要靠自己摸索，我想让现在的社

工有人给予更多指导。”在组织

的帮助和支持下，张曼曼开始主

动探索社工督导制度，她以一名

过来人的身份为更多的社会工

作者答疑解惑。

她介绍，当时很多社会工作

者从象牙塔跨专业迈入社会工

作行业，遇到想要帮助的青少

年，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要打

开工作局面就需要社工们不断

提升专业素养，学习提升各种能

力。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社会工

作者，不仅要懂得跨代沟与青少

年交流，还要熟悉法律条款、擅

长文书撰写。张曼曼作为上海市

益扬青少年社会工作促进中心

的负责人，正致力于社工专业能

力的培养提升，通过个性化的辅

导和技能培训在专业和情感上

给社工更多支持。

同样，2004年，学体育出身
的马一峰加入了上海市阳光社

区青少年中心杨浦工作站，但工

作的开展远没有他想象中顺利。

“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

工作者，自己当时经常要挨家挨

户地进行宣传和自我介绍。”现

已担任杨浦区青年联合会副秘

书长的马一峰说，“20年来，能明
显感觉到社会和青少年群体对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认可度

越来越高。”

从“土办法”到“专业化”

20年来，一群社会工作者扎
根一线服务青少年，不断总结提

炼经验和“土办法”，让自己的服

务方法更具复制和推广价值，让

更多青少年可以获益。

2003年，娄奇川进入上海市
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成为

当时徐汇区最年轻的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者，主要负责服务未

进一步就学就业的青少年。

在走访排摸的过程中，他发

现这些青少年很多都沉迷网络，

甚至衍生了打架、偷窃等不良行

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现象。“我

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应该集中精力把他们沉迷网络

游戏这件事分析清楚，想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来。”娄奇川把服务

这些网瘾青少年，作为自己钻研

的方向。

但当真正干活时，他还是屡

屡碰壁。很多青少年的家长并不

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而青少

年又比较有戒备心，会非常抵触

娄奇川的接近。

小曹（化名）曾是一个品学

兼优的少年，偶然间接触到一款

网络游戏，后来逐渐沉溺其中，

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甚至因为游

戏与父母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

娄奇川第一次上门时，小曹隔着

门说自己不愿意见任何人，娄奇

川连小曹的面也没见上。第二次

上门，娄奇川仍未能见到窝在房

间里的小曹。后来，娄奇川自己

尝试玩起小曹感兴趣的那款网

络游戏，从游戏与小曹聊起，两

人开始渐渐熟络起来。

娄奇川还把自己的经验总

结成了《网络脱瘾五步法》，并提

出了社工帮助戒断网络成瘾的

“五步法”———相似接纳、危害认

知、递减控制、认同替代、改变环

境。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向他寻

求帮助，他为此组建了专门为网

络成瘾的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

服务的“第四空间”项目服务团

队。此后，他又在上海首创以小

组工作形式，开展“绿色港湾”家

长沙龙小组活动，专门调整改善

家长教育观念和方式。

现如今，娄奇川已成为上

海某街镇平安办的负责人，但

他依然记得那些从事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的岁月，同样也会

将之前服务青少年的社会工作

方法用在自己服务居民的基层

工作中。

如果想要社工们更好成长

起来，仅仅通过专业和情感上的

支持是远远不够的。2003年起，
郑文勇就在浦东新区开展涉罪

青少年危机介入、就业困难青少

年帮扶、辍学青少年就学辅导。

短短一年的时间，她就服务了多

达 600名社区青少年，对每一名
青少年的情况都如数家珍。2007
年，在浦东新区试点改革的背景

下，将原先禁毒、矫正、青少年社

工并行的预防体系资源整合为

一个综合性司法社工组织上海

中致社区服务社（以下简称“中

致社”），郑文勇成为其中的一名

专业干事。

在中致社创立之初，郑文勇

就发现社工们自身也有很多困

惑，比如社工在上门服务之前需

要做什么准备？在服务青少年时

要遵循什么样的工作原则？如何

应对突发事件？又因服务对象的

不同，社工有着各不相同的工作

内容。在这样一支综合性司法服

务社工队伍中，社工们共性和个

性的工作服务亟待一个清晰明

确的专业标准。

在中致社的支持下，郑文勇

开始探索社工工作的制度建设

问题，并逐步完善了三大类 20
项社会工作制度与规范，为社工

工作建桥搭路，让社工工作不再

“摸着石头过河”。此外，郑文勇

还十分关注社工们职业能力的

提升。社会工作的发展对处在初

级、中级以及新进社工有不同的

要求。面对新的要求，郑文勇负

责牵头开展中级社工能力提升，

制定《中级社工能力建设四年培

育方案》，让真正有能力的社工

承担起社工督导工作，带动初级

社工的职业发展。

标准化工作做到
“有章可循”

作为 2003年第一批青少年
事务社会工作者之一，上海市阳

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

黄旦闻在从业之初发现，青少年

出现不良行为时，身处一线的社

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为这些青少

年提供服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

问题”。简而言之，他们遇到突发

状况时不知道如何上手，缺少靠

谱的工作流程、技术。

“早期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的难点在于，需要自己去排摸青

少年的情况，再想办法与青少年

建立关系。”黄旦闻对此深有体

会，早期的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因

为专业知识的欠缺，没有办法与

青少年建立稳固的关系。但建立

好与青少年的关系，才能更好了

解青少年的需求，为其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

对此，黄旦闻提出了“分级

预防”的概念，针对不同类型、风

险需求程度不同的青少年群体，

要有不同措施的服务策略，帮助

一线社会工作者在最短的时间

内形成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服务。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下辖 11 个区工作站、近
150个街镇社工点，每个区都配
有几十名全职的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者，每个工作站又要对接

各区的公安、检察院、法院，区域

内的相关部门及学校。不同的场

域、不同的群体对工作流程有着

不同的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黄旦闻又开

始琢磨如何规范工作流程、服务

内容，这是保证专业质量重要的

一环。在上海团市委的牵头下，

她代表机构推动并参与研制了

该领域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

上海市地方标准《未成年人司法

社会工作服务规范》，规定了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的服务原

则、服务对象、服务要求、服务方

法、委托和服务流程等。该规范

于 2020年 10月 1日起在上海施
行，也为之后该领域国家标准的

诞生提供了经验。

在 20年的时间里，这些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不断完善

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认识，全方

位、全过程地助力着青少年健康

成长。

作为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

年事务中心理事长，复旦大学

文科科研处处长、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顾东辉是上

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 20 年
蓬勃发展的亲历者和领导者。

他告诉记者，社会工作者依托

“人境共优”的专业利他技术去

助力人境失衡者恢复常态，这

不但有利于这些服务对象的成

长，而且对于地方的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均有积极价值，

社会工作因此成为发达地区和

文明社群的重要标志之一。上

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是上海最早成立的专业社会工

作机构之一，20 年来，青少年事
务社会工作者直面青少年困

境，勇于专业实践，积极原创探

究，很好地协助机构、政府达成

了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

的预设目标，并在此过程中获

得了自我成长。

（据《中国青年报》）

上海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砥砺前行二十载

引领青少年走出困境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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